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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國際上許多先進國家多能適當地將其文化導入產品設計，展現獨特的風格，非常值得學習。我國文化悠久，所發展歷代文

物不乏精美獨特且深具內涵者，如何能合宜地將我國文化特色導入於現代生活產品設計中，是個值得探討的課題。 經觀察

辦公室隔屏為現代生活所需，現有產品多採長方形，線條較剛硬，且多採灰色或藍綠色系，使得辦公環境較缺乏親和性。

由於隔屏與空間感覺有關，如果能將中國建築造形風格適度導入隔屏設計，或可視為文化產品化的一項嘗試。 有鑑於此，

本研究以『辦公室隔屏』為設計目標，以中國建築風格意象為造型設計的參考，考慮提供使用者適當的獨立空間，又具有

與他人溝通的窗口，增進產品的親和力。 研究首先採問卷調查方式，瞭解一般使用者對較具中國建築風格特色造型元素的

看法，再依調查結果，歸納為屋頂、結構、開口、 裝飾等四大元素，進一步分析其特色，並將之導入設計之中。 研究成

果最後提出兩個設計提案，以立體圖及三視圖呈現，並以圖面進行問卷調查，瞭解受測者的看法。結果顯示，具中國傳統

建築意象方面，可獲得多數受測者的肯定，惟是否適合於現代辦公室部分，則仍有待進一步的設計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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